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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本研究旨在探討南投縣社區大學銀髮族學員之參與動機、學習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，希望藉由問卷的調查及統計的分析

，瞭解其關係並提出相關的結論與具體建議，以作為相關單位參考依據。為達上述研究目的，本研究以南投縣社區大學九

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銀髮族學員為對象，有效樣本計385人，所得結論如下： 一、參與動機、學習滿意度呈顯著正向的相

關性。 二、學習滿意度、忠誠度呈顯著正向的相關性。 三、學員在社區大學的參與程度頗佳，以求知興趣最高、職業進

展較低。 四、學員在社區大學的學習滿意度偏高，對教師教學層面最滿意，學習環境則較低。 五、學員在社區大學的忠

誠度偏高，對參加層面最高，查詢則較低。 六、學員參與動機愈高，其學習滿意度愈高。 七、學員學習滿意度愈高，其

忠誠度愈高。 八、不同性別、教育程度、子女數、居住狀況、運動狀況、經濟狀況及已參加期數之學員對參與動機有差異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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